
关于印发南宁市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的通知

南府规〔2022〕13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管委会，市级各双管单位，

市直各事业、企业单位:

《南宁市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已经市十五届

人民政府第 2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2 年 7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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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市重点建设用地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、优化本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，

提高工作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广西

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规定，用

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变更前应当按照规

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本实施细则将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以

下简称“一住两公”用地）的所有地块统称为重点建设用地。

本实施细则所称“一住两公”用地是指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

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51

号）中所列的居住用地（代码 07）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代

码 08）。地块的用地类型，由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。

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南宁市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

其他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情形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按《建设用地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25.1—2019）《广西农用地转建设

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等技术规范开展，

分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（污染识别）和第二阶段土壤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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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状况调查（采样分析）两个阶段，调查技术程序和工作程序见

附件 1和附件 2。

同时满足以下情形的农用地、未利用地及其他地类（参照附

件 3）变更为“一住两公”用地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，以第一

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（污染识别）为主，调查结论可判定为地

块及周边区域无可能的污染源，环境状况可以接受，调查活动可

以结束。

（一）地块及周边区域历史上未用于有色金属矿采选、有色

金属冶炼、石油开采、石油加工、化工、焦化、电镀、制革、加

油站、化学品储罐、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生

产经营活动，及未用于危险废物贮存、利用、处置活动；行业类

别按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—2017）标准进行认定。

（二）地块及周边区域历史上未用于规模化畜禽养殖，产出

的农产品污染物含量未超标。

（三）历史上未作为污水灌溉区，未用于固体废物堆放、倾

倒、填埋。

（四）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。

（五）土壤污染状况普查、详查和监测、现场检查表明无土

壤污染风险，且不存在相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。

（六）地块相关资料信息较齐全，能够排除污染的可能性。

不满足上述情形的地块，应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

进行土壤和地下水的采样检测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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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为区域调查和具

体地块调查两种方式。

本实施细则所称区域调查是指以有计划开发建设的区域为调

查范围，统一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具体地块调查是指以单

个地块的收储范围、出让范围或企业厂界范围作为调查范围，单

独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以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（污染识别）为主的地块，鼓

励按照区域调查方式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也可根据需要按照

具体地块调查方式开展。应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

块，需按照具体地块调查方式开展，不适用区域调查方式。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式由调查责任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确

定。

第五条 区域调查范围可结合区域规划、区域开发利用计划

等确定，若确定的区域包含了不满足本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第

（一）项情形的地块，需剔除该地块及其周边范围后再开展调查

工作，周边范围按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（试行）》

（HJ 964—2018）的判别原则来确定；不满足本实施细则第三条

第二款第（二）～（六）项情形的地块，需剔除该地块边界范围

后再开展调查工作。其中，剔除的范围也需附拐点坐标及范围图。

具体地块调查范围可以根据收储范围、出让范围或企业厂界

范围等确定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。

第六条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原则上由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壤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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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责任人负责实施，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

组织实施，具体根据地块不同前期业主按照以下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区域调查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

组织实施，在供地前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（二）拟征收、收购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，原则上由被

征收、收购、收回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壤污染责任人在供地

前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（三）土地使用权已被征收、收购、收回的，或拟被征收、

收购、收回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及土壤污染责任人已灭失的，或

土地所有权为集体土地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供地前完成土

壤污染状况调查。其中，由土地储备机构收储的地块，由各级土

地储备机构组织完成；列入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项目的地块，

由属地人民政府组织完成。

（四）以划拨、作价出资等供应途径（非收储地块）供地的，

由申请人在申请选址前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；存量用地土地使

用权人申请改变土地用途为“一住两公”的，由申请人在申请改变

用途前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鼓励按区域规划，区域开发利用计划，近 3 年的土地征收、

收回、收购、出让、划拨、作价出资等计划，制定土壤污染状况

调查计划，提前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第七条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按规定报市生态环境局会

同市自然资源局组织评审。市生态环境局应于 2 个工作日内对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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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材料的完整性和报告内容的完整性进行初审，材料或报告内容

不完整的，应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和内容；在受理评审申

请后，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于 5 个工作日内组织评

审，出具评审意见。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责任人应将评审通过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

报告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，上传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，

并通过网站等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平台，向社会公开报告的主要

内容和调查结论，公开时间不得少于 1个月。

第八条 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区域，区域内符合成果适

用条件的建设用地地块，可直接采用调查成果。原则上，调查成

果的有效期限为 5年。

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后，在土地供应前，若发现地块存在

可能产生土壤污染活动的情形，需重新开展调查，原调查成果不

再适用。

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后，调查责任人及相关主管部门应做

好相关区域或地块的管控，防止人为活动造成土壤污染，避免需

重新开展调查。

第九条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表明区域或地块环境状况可

以接受，或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或背景值的

地块，可进行供地。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表明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

控标准或背景值的地块，需按规定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，未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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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风险评估、修复治理等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前，禁止

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、修复无关的项目。

第十条 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第三方调查单位（以下简

称“从业单位”）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，检测机构需具备相关

资质。从业单位要对其出具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，需依法承担相应法

律责任。

从业单位应当通过生态环境部指导建设的“建设用地土壤污

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”（以下

简称“信用记录系统”）记录本单位和从业人员基本情况信息、业

绩情况信息，并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市生态环境局应当每半年在其官网公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

况调查报告评审通过情况。

鼓励调查责任人登录信用记录系统查询从业单位的执业情

况，登录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查询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

评审通过情况，选择适宜的从业单位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、住房

和城乡建设、教育等主管部门完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信息沟通机

制，及时共享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、国土空间规划、收储计划、

“三旧”改造（城市更新）计划、中小学校建设计划、供地计划、

地块开发等信息，对建设用地再开发利用实行联动监管。

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为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创建全国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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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共享账号，共享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

管控和修复活动等信息。

第十二条 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，或有新的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

附件：1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程序流程图

2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程序流程图

3．建设用地用途变更需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对

照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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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程序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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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程序流程图

调查责任人结合地块情况选择合适的调查方式

具体地块调查 区域调查

调查责任人自行组织或委托从业单位
按相关技术规范开展第一阶段土壤污
染状况调查（满足第三条以污染识别
为主的地块）或第一阶段+第二阶段
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（需开展土壤和
地下水检测的地块），形成具体地块的
调查报告。

调查责任人自行组织或委
托从业单位按相关技术规
范开展第一阶段土壤污染
状况调查（满足第三条以
污染识别为主的地块），形
成区域调查报告。

提交报告评审

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组织评审

按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后，调查责任人将调查报告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，上传至全国
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，向社会公开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调查结论。

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备案文件。区域或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
受，或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或背景值

的地块，可进行供地。

启动调查



附件 3

建设用地用途变更需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对照表

变更前用地类型
变更后用地类型 居住用

地（07）
公共管理与公共

服务用地（08）
商业服务业

用地（09）
工矿用

地（10）
仓储用

地（11）
交通运输

用地（12）
公用设施

用地（13）
绿地与开敞空

间用地（14）

农用地 是
＊

是
＊

否 否 否 否 否 否

未利用地 是
＊

是
＊

否 否 否 否 否 否

居住用地（07）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08）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

商业服务业用地（09） 是
＊

是
＊

否 否 否 否 否 否

工矿用地（10）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

仓储用地（11）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

交通运输用地（12）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

公用设施用地（13）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（14） 是
＊

是
＊

否 否 否 否 否 否

注：1.表中用地类型按照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行》（自然资办〔2020〕51号）进行分类，仅列出较常见的类型。其中，居住用地细分为

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）、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（0702）、农村宅基地（0703）、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（0704）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08）细分为机关团体用地（0801）、
科研用地（0802）、文化用地（0803）、教育用地（0804）、体育用地（0805）、医疗卫生用地（0806）、社会福利用地（0807）。

2.表中农用地是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行》（自然资办〔2020〕51号）中耕地（代码 01）、园地（代码 02）、林地（代码 03）、草地（代

码 04）、湿地（代码 05）等用地类型的统称；未利用地是陆地水域（代码 17）、其他土地（代码 23）的统称。

3.“商业兼容住宅”的用地视作居住用地。

4.表中“是”“否”是指相应情况下是否需进行土壤污染调查；其中“＊”标记的，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中，满足本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第（一）～（六）项情形的，

以污染识别为主，可不进行土壤和地下水采样分析。


	南府规〔2022〕13 号 关于印发南宁市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
	1



